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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邵阳工业一度辉煌。曾经，全国 41
个工业门类邵阳有39个，工业总产值占
全省六分之一，经济总量排全省第5位，
是全省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市和工业重
镇。改革开放初期，邵阳工业经历了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阵痛期”，邵
阳工业发展陷入低谷，到 2002 年，邵阳
工业总量退居全省第11位。

邵阳工业人不会让“低谷”状态长期
持续。通过改革开放，我市国有企业发展
活力被有效激发；通过“兴工强市”战略，
邵阳工业再次扬起赶超进位的风帆。

体制改革改出新活力

由于机制缺陷以及与市场经济体
制不适应，邵阳工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
入后逐步陷入低谷：液压件厂、湘印机
厂、红日机械厂、矿灯厂等一大批工业
企业或效益下滑、或撤出邵阳，邵阳工
业在省内排名逐步滞后。

面对这一形势，市委、市政府领导
认识到，要重振邵阳工业雄风，必须扫
清体制障碍，用体制创新为发展提供支
撑。上世纪90年代末期至20世纪初，我
市在全市工业企业中开展了以“两个置
换”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推动
国有企业改制。2001 年初，我市通过引
进域内外民营资本，在邵阳化肥厂、邵
阳纺织厂等企业实施改革。至 2004 年
底，全市国有集体企业累计完成改制
483家，盘活存量资产43.3亿元，引进资
金51.55亿元。通过改制，湖南汽制变身
为三一湖汽，邵阳酒厂变身为湘窖酒
业，市制革厂变身为立得皮革……一批
支撑邵阳工业的骨干企业浴火重生。

通过改制，企业的市场活力大大增
强，我市外向型工业经济快速成长，成
为全省市州中的“黑马”。2005年1月至
11月，邵阳外贸进出口额8754万美元，
同比增长 88%，其中出口 8445 万美元，
同比增长102%，增幅在全省排名第二，
出口总额绝对值由全省第 12 位上升至
第9位，进出口总额在全省排名第一。到
2004年，全市规模工业完成总产值113.8
亿元，同比增长32.9%，产值过亿元企业
达到 13 家，邵阳工业自此进入提质增
效、升级换代新时期。

扬起赶超进位风帆

“十二五”期间，我市坚定不移推行
“兴工强市”战略，强项目补短板，优化
环境大办园区，推动邵阳工业在复兴道
路上加速前行。

市委、市政府适时制定了“迎老乡、
回故乡、建家乡”决策，号召广大邵商回
乡兴业。作为工业主管部门，市经信委
不断加强和完善服务机制，突出抓好工
业招商。到2015年底，全市引进世界500
强企业9家，中国500强企业12家。

同时，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推进新
型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在强有力的领
导和一系列措施推动下，我市轻工、装
备制造、食品、建材等优势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信息（电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稳步发
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

“十二五”期间，我市吹响工业“退
城入园”改革号角。全市各县都建立了
一个定位准确、特色鲜明的省级经济开
发区（工业集中区），全市工业迅速向园
区集聚，工业园区强势崛起。2015年，全
市工业园区取得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同比增长 11.8%、全省排名第一的好成
绩。2016年，全市园区规模企业达到702
家，规模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74.3%，对
全市工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123%。

“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经济迈上
新台阶，规模工业企业个数和增加值在
全省排名前移二位，基本完成了工业化
初期阶段的光荣使命。到 2016 年底，我
市形成了轻工、装备制造、食品、建材、
医药、能源六大百亿产业集群，产值过
亿元企业由 159 家增加到 550 家，其中
10亿元企业达到12家；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达到730亿元，年均增长20%。

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十三五”初，市委市政府就为邵阳
工业发展布下了一个崭新格局，即以宝
庆工业集中区（邵阳经开区前身）为核，
以沪昆高速公路为带，以各县市区工业
园区和工业重镇为点的“一核一带多
点”工业发展新格局，为今后一段时期
内邵阳工业发展指明方向。

为邵阳工业描绘出宏伟愿景：冲刺
“百亿企业、千亿产业、国家级园区”目

标，努力打造湘西南规模最大、产能最
足、后劲最强、品位最高的“工业重镇”。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目标指引，全市工
业战线迅速展开行动，狠抓产业规划，狠抓
产业招商，狠抓园区建设，狠抓企业服务和
政策保障，强力推动邵阳工业高质量发展。

2017年，我市启动了“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筛选出第一批重点产业项目396
个，总投资2212.6亿元；开启了沪昆高速百
里工业走廊、智能制造基地、农副产品基
地、文化产业基地、全域旅游基地、健康产
业基地、物流基地等“一走廊六基地”建设。

利用邵商大会、“港洽周”、湘商大
会等平台，主动对接500强实体企业，中
电彩虹特种玻璃、小米智能电饭煲、桑
德集团环保设备生产等一批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签约落户。

全面启动园区改革。市本级一次性
下放市级管理权 232 项，助力邵阳经开
区冲刺千亿园区，争创国家级经开区。
强力推进湘商产业园建设，到 2017 年，
全市湘商产业园竣工厂房使用率超过
70%，新增签约企业 170 家，新投产 200
家，新增用工2万人，实现产值140亿元、
税收6.5亿元，在全省“135”工程三年综
合评价考核中名列第一。

持之以恒地开展企业帮扶工作。相
继开展了“三联三挂”“企业服务站”“一
企一干部一专家”“真情结对、精准服
务”等企业帮扶工作，帮助全市工业企
业解难题、谋发展；出台了《关于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的若干意见》《关于迎
老乡回家乡创业发展的若干支持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邵阳市过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等一系列政策，将市本级担保资金由 1
个亿提高到3个亿，并建立各县市全覆
盖的担保体系，为支持邵阳市产业升级
和发展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如今，邵阳工业正朝着高质量发展
迈进。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9 月，全市
1336 家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355.8亿元，同比增长9.8%；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7.4%，排全省第四
位。全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81家，已连
续3年进入全省前三位。

重振邵阳工业雄风
——改革开放以来邵阳工业发展综述

邵阳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刘 敏 汪 庆 华 刘 茜）
10 月 31 日，邵阳经开区
组织环保、产业、城管等
部门执法人员来到昭阳
片区泉塘村，对位于该村
的家本泡沫加工厂实施
强制断电。当天，邵阳经
开区全面铺开对“散乱
污”企业集中整治行动，
对发现并要求进行整改
却未能按时整改到位的7
家塑料（泡沫）加工厂实
施强制断电。

今年 8 月 28 日，邵阳
经开区环保分局通过调
查发现，家本泡沫加工厂
在没有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手续的情况下，擅自于
今年6月建了一条废泡沫
加工生产线并投入生产，
严重污染当地环境。环
保部门要求该加工厂立
即 停 止 生 产 并 限 期 整
改。然而，该企业并未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去年以来，邵阳经开
区持续加大环保工作力
度，扎实开展环境污染综
合治理。目前，中央环保
督察交办的2件交办件和

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2件
交办件问题整改取得明
显效果。今年来，该区还
以“五控一禁”为重点，扎
实推进“蓝天保卫战”工
作，辖区环境明显改善，
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 基 本
达标，建
筑工地、

道路扬尘大幅度降低，焚
烧垃圾秸秆行为得到有
效控制，燃放烟花爆竹行
为大为减少。1 至 8 月，
全 区 优 良 天 数 达 到 199
天，优良率为 81.89%，比
去年同期提高2.47%。

邵阳经开区持续开展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对七家塑料加工厂实行强制断电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杨连喜 杨相峰

产业建设事关邵阳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是撬动邵阳发展的

“总开关”。在过去的 3 个季度
里，我市大力开展“产业项目建
设年”活动，产业项目在全市遍
地开花，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开
展，成效明显。

10 月 25 日，记者从市发改
委了解到，我市已就下一阶段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开展
进行部署，要求切实做到四个狠
抓，确保高质量推进产业建设和
发展。

今年以来，全市上下统一思
想，持续优化产业项目建设环
境，强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目前，全市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成效明显。今年
1至8月，全市220个重点产业
项目完成投资170.72亿元，为年
计划的55.55%。武冈帝立德智
能制造、珠海横琴恒生源环保设
备制造、恒源五金机电等56个
新建项目开工建设，邵阳经开区
亚洲富士电梯、邵东电子信息产
业园、新邵桑德再生资源循环利
用生产线等46个项目建成投产
或单项投产。

省“五个 100”项目有序推
进。1至8月，6个重大产业项目
完成投资19.6亿元，为年计划的
61.25%；3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完成投资1.82亿元，为年计划的
75.83%；2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完成投资0.47亿元，为年计划的
78.33%。

园区建设快马加鞭。1至8
月，湘商产业园实现投资 25.34
亿元，为年计划的84.47%，其中
标准化厂房建设投资 15.83 亿
元，新开工14.2万平方米，竣工
34.8万平方米。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8.49 亿
元，同比增长8.2%。1至7月，全
市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 245.48
亿元，同比增长7.7%，高于全省
0.8 个百分点，排全省第 3 位。
截至7月底，全市累计产值过亿
元的企业达259户，实现工业总
产值618.56亿元，占全市规模企
业产值总量的60%。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下
一阶段，我市将加紧落实“一核
一带多点”产业布局和“一走廊、
六基地”建设任务，切实做到狠
抓转型升级，狠抓招商引资，狠
抓园区建设，狠抓项目落地，推
动全市产业项目建设。

狠抓转型升级。在传统产
业上，用人工智能改造打火
机、小五金、服饰等劳动力
密集型行业的制造工艺，助
力发制品产业、健康产业、

食品药品产业等提质提标，实现
“邵阳产品”向“邵阳品牌”提升；
围绕纺织机械、液压产品、汽车
零配件等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
吸纳其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来邵集聚发展，打造先进装备制
造业基地，实现“邵阳制造”向

“邵阳创造”转进。在新兴产业
培育上，力争在工程机械、显示
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新能
源装备、3D 打印及机器人等 5
个领域率先突破。在三产融合
上，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乡
村旅游、森林旅游、健康养生养
老等新业态，把邵阳的文化旅
游、生态产业和扶贫攻坚结合起
来，打造邵阳发展的新平台、大
品牌。

狠抓招商引资。加强精准
招商力度，以建设湘南湘西南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保税改革
试点示范区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与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发达地
区的对接。既对接3个“500强”
企业，引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同时也要亲近“中小微”项目。
除了对接北上广等，进行“高大
上、高精尖”的项目招商外，还要
学习借鉴浙江模式，推动“万众
创新、大众创业”模式，形成一批
中小企业、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
紧密结合、互为依托，竞争优势
明显的企业集群和区域块状特
色产业。

狠抓园区建设。优化园区
基础设施，为入园企业提供“提
包入园”的条件；错位发展，突出
优势，打造“一园一特色”，形成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园区产
业发展格局。要求邵阳经开区、
邵东、新邵在建设公用型综合保
税仓和出口监管仓上先行一步，
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以加工
贸易业务的规模企业为主体，年
底前建成一批企业自用型保税
仓。举全市之力，建设邵阳海关
特殊监管区。

狠抓项目落地。用最大的
力度赢得“加速度”。针对有部
分产业项目建设开工率、投产率
低的情况，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县
市区、市直单位和各产业小组，
按照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方案
要求，加快项目建设，加强项目
管理，加速项目见效，确保年度
目标任务完成。通过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分类排队，加强调度，
确保在报批的项目尽快从“纸
上”落到“地上”，已批复的项目
尽快从“备战”转为“实战”，在建
项目尽早形成实物量，续建项目
尽快由“持久战”转为“速决战”，
已竣工的项目尽早投产达产，由

“建设会战”转入“生产会战”。

下一阶段的“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我市将这么干——

“四个狠抓”推进产业建设和发展

邵阳日报10月30
日讯 （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李筱雅 刘茜）
10月13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六大微课堂”宣
讲团来到邵阳经开区
市大地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宣讲，来自该公司
的 80 多名车间工人聆
听了“微宣讲”。

为全面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
入心，10 月 10 日至 13
日，市委宣传部“微课
堂”宣讲团来到邵阳经
开区，深入10家非公企
业，开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宣讲报告。报告会
上，宣讲团成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将党的大
政方针和创新理论分
解成百姓关心关注的
话题，结合企业的发展
实例，围绕“企业家精
神”“工匠精神”“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非公
企业党建”等主题，为

广大企业主、企业员工上了一堂精
彩的“微课”。

宣讲活动结束后，企业员工纷
纷表示，将在不同的岗位上干出新
的更大业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邵阳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自己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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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将农民种植的辣椒保价收购后深
加工成辣椒酱产品，然后通过网上电商平台销售。每天有近3000
单辣椒酱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图为10月9日，公司员工
正在打包。 杨波 摄

电力部门工作人员对污染企业实施断电处理


